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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志远
●▲● 周边漫步

在南京西路的光影碎片
沈志远，浙江萧山（今杭州市萧山区）钱清镇人，

中国早期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哲学的先行
者，是20世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过程中
的卓越传播者。沈志远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曾
在上海暨南大学任教、参加救国会，是上海社会科学
院经济研究所的第一任所长。从繁华的南京西路拐
进南海花园饭店旧址，沈志远曾在这里帮助创建了
民盟上海组织。

中共中央
秘书处机关旧址
地址：江宁路   弄  号

中共中央秘书处机关（阅

文处）是中央政治局开会的秘

密地点，当时阅文处主任是张

纪恩，工作人员有苏彩、周秀清

及张纪恩夫人张越霞等。党中

央负责人向忠发、周恩来、张闻

天、陈绍禹、秦邦宪、罗登贤、黄

文容等人常到此批阅文件和接

头开会。1931年4月，原中央

特科的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叛

变，周恩来迅速将中央机关和

领导人转移，中共中央阅文处

的两大箱文件也被及时转移出

去，避免了更大的损失。

金城里
地址：安远路   弄

金城里为1936年金城银

行建造的职工住宅，新式里弄，

坐北朝南，有砖木结构三层楼

房9幢，砖木结构二层楼房1

幢，呈“丰”字形布局，总占地约

8000平方米，建筑面积约

12000平方米。建筑外观为现

代派装饰风格，外墙有简洁的

横竖相间的线条装饰。

沪西工友俱乐部遗址
地址：西康路   弄 号

沪西工友俱乐部原址位于

安远路278—280号德昌里内。

1924年9月，在中共中央委员、

工运负责人项英领导下，在这里

成立了沪西工友俱乐部，项英、

邓中夏、李立三、刘华、瞿秋白、

恽代英等常到俱乐部讲课。

1924年底，俱乐部在19个纱厂

中建立工会小组。1925年初，

沪西工友俱乐部迁至苏州河北

岸的谭子湾三德里，继续领导

沪西的工人运动。俱乐部旧址

原为德昌里的3间坐西朝东、

砖木结构的平房，今已不存，现

于西康路972弄1号设碑纪念。

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
1926年12月，24岁的

沈志远赴莫斯科中山大学

学习马克思主义，开启将马

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

化的理论探索之路。此前

一年，他经由中共早期党员

侯绍裘介绍加入了中国共

产党。留苏五年期间，沈志

远担任共产国际东方部中

文书刊编译处编译，参加了

《列宁选集》第六卷的中文

版翻译工作。

“现代哲学不是别的，恰

恰就是辩证的唯物论和唯物

的辩证论。这是整个马克思

主义的宇宙观。”在第一部著

作《黑格尔与辩证法》中，沈

志远论述了辩证法是无产阶

级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认

识论和方法论，这也是他研

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指

导思想。

一年之后的1933年，沈

志远编著的《新哲学辞典》出

版，这也是第一部由中国人

编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辞

典，成为大量青年自修马克

思主义的工具书。沈志远在

这本300页的辞典中，收录

了许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概

念、范畴，有的条目内容长达

3页。

沈志远的成名作是

1934年版的《新经济学大

纲》，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

完整地介绍马克思主义政

治经济学的专著。而由他撰

写的《近代经济学说史》，则

是中国第一部以马克思主义

为指导的具有系统性的近代

经济学说史。

1956年初，沈志远出任

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

筹备主任，是上海社会科学

院经济研究所的第一任所

长。他认为，作为一种社会

科学，经济学研究“在人类

共同劳动过程中，在社会生

产过程中所发生的人与人

的社会关系”；而政治经济

学“研究那基于物质生产所

发生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

就是所谓生产关系……是

处于不断地变化，不断地发

展，或运动中的。研究历史

上某种一定的社会形态的生

产关系之发生、发展和崩溃，

这便是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经

济学）的任务”。

创建民盟上海组织
1933年，沈志远因病与

党组织失去联系，但他继续

从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哲

学作品的写作和翻译。三年

后，他在上海参与成立“救国

会”。1944年，沈志远以救

国会成员身份，经沈钧儒、马

哲民介绍加入民盟，成为第

一届中央委

员 。 1946

年，民盟上

海市支部筹

委会成立，

沈志远、黄竞武为召集人，在

静安寺路南海花园（现南京

西路860弄1号）三楼设立临

时筹备处开展活动。当时的

南海花园饭店，顶楼是民盟

上海市支部的临时办公处，

底楼大厅成了民主人士的活

动场所。沈钧儒、黄炎培、梁

漱溟、马叙伦、沈志远、孙晓

村、沙彦楷等纷纷来此，他们

或聚餐商议时局，或招待有

关人士。

南海花园饭店的楼房主

人、地皮大王周纯卿因心脏

病发作去世，著名律师、民盟

中央常委史良承办了遗产

案。而根据当时上海律师公

会章程规定，律师可收取当

事人所得财产的5‰作为公

费，官司打赢后，还可另给酬

金。周纯卿的亲属因无现

金，便将这座三层楼房送给

了史良。

上海解放后，史良将这

座楼房拨给民盟上海市支

部（1956年改称民盟上海市

委 ）。 如

今，这幢楼

房 是 上 海

评 弹 团 的

办公楼。

文 沈琦华
图 金 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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